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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报道，自从人类的太空探索
开启以来，火星一直是访问量最大的行星
之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

“水手四号”宇宙飞船早在1964 年就发回
了第一批火星表面照片——但 2021 年发
生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就在本月，三个
国家发射的三艘航天器将在10天内抵达
火星。要不是欧洲航天局（ESA）和俄罗斯
国家航天公司因降落伞故障而决定将“罗
萨琳德·富兰克林”号火星车的发射推迟到
2022年，那么本月登陆火星的航天器将是
四艘。

开启太空探索新纪元开启太空探索新纪元

当我们在地球上对抗着本世纪最严重
的流行病时，阿联酋“希望”号探测器已于
2月9日进入环火星轨道，创造了历史。就
在第二天，中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紧随
其后进行了相同的操作，预计将于5月实
施火星着陆。18日，NASA的火星探测车

“毅力”号抵达火星的计划吸引全球的目
光。这也是有史以来运送到那颗红色星球
的最大、最重、最复杂的飞行器。一旦着陆
成功，对全人类来说都将是一大壮举。

不过，各国制订太空计划的兴趣不仅限
于科学领域。派遣航天器探索宇宙是这些
国家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是大国的一种方
式。火星如今正在成为各国展示自身能力
的技术橱窗。这个过程中涉及的科学研究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缓慢
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用一年时间可以
完成的任务在火星上可能需要花费10年。

我们现在目睹的火星探索计划就像探
月计划一样，都是鼓舞人心的。距离地球
最近的系外行星比邻星b的发现者、知名
天体物理学家吉列姆·安格拉达·埃斯库德
表示：“太空启发着人类，推动学科的融合，
并促进了全社会对地球的反思。”

埃斯库德认为，火星的殖民活动非常
鼓舞人心，它不会伤害任何人，它与创新息
息相关，并且由此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技
术。他表示，自己愿意前往火星。“我不是
要去执行第一次任务，但我愿意与数十人

或者数百人一起展开一次火星之旅，进行
全新的尝试。”因为在他看来，“火星是以我
们现有的能力建立起与地球类似的社会的
第一个真正的机会”。

三艘航天器各具特色三艘航天器各具特色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2月14日也刊发题
为《热闹的二月：三艘航天器探火星》的报
道称，2月对于三个国家——事实上，对整
个世界而言都是激动人心的，因为有来自
三个国家的火星探测器先后抵达红色星
球。阿联酋的“希望”号和中国的“天问一
号”已成功抵达并进入火星轨道。美国的
探测器也正在接近红色星球。阿联酋、中
国和美国于 2020 年 7 月分别启动火星任
务。

但是，正如所有工程师所言，探索太空
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所以在其探测器抵
达火星的时候研究人员将会感到紧张。

阿联酋的“希望”号探测器于2020年7
月20日从日本种子岛航天中心发射。“希
望”号是阿联酋的首个星际任务。它将为
科学家提供一幅完整的火星大气图，研究
人员也会把他们获得的数据公布于众。
2021 年 2 月 9 日，“希望”号如期进入火星
大气层。有关人士称，所谓的“点火（刹
车）”一直是“令人紧张的7分钟”。在此期
间，探测器让其主发动机点火，消耗燃料从
而减速以到达目的地。点火行动完全是自
动进行的，因为来自航天器的无线电信号
传输到地球需要约11分钟。推进器点火
刹车的这段时间里，航天器将承受从振动
到高温的巨大压力。阿联酋火星任务的发
言人指出，这是“火星任务到目前为止最危
险的一个环节”。但是一切都很顺利。现
在，“希望”号开始了为期两年（约为一个火
星年）的探测任务。阿联酋成为第一个将
探测器送往火星的阿拉伯国家。

2020年7月23日，“天问一号”探测器
搭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从海南省文昌航
天发射中心升空。2月10日，该探测器也
顺利进入火星轨道，如期赶在农历新年之
前。“天问一号”也是通过“刹车”减速，从而

能够被火星引力场捕获而进入火星轨道
的。与“希望”号一样，中国的探测器也将
研究火星大气，但并不止于此。按照中国
的计划，“天问一号”的着陆巡视器将在火
星乌托邦平原南部软着陆。中国认为“天
问一号”是朝未来将火星岩石土壤样本带
回地球而迈出的一步。

美国最新的火星任务包括“毅力”号探
测器和“机智”号火星探测器，后者被固定
在前者的“腹部”。按计划，“毅力”号将于
美东时间2月18日下午3点55分左右在火
星降落。NASA 已使多个探测器登陆火
星，但正如其所言：“登陆火星很难”。

或找到火星生命迹象或找到火星生命迹象

NASA 将“毅力”号称作“机器人天体
生物学家”。它是有史以来被派往红色星
球表面的最大和最复杂的探测器。

“毅力”号将在火星上寻找古生命的迹
象。它还将尝试从火星大气中提取氧气。
科学家们希望这次任务能够为今后载人火
星任务和载人月球任务奠定基础。

因此这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事实上，
我们从中美两个航天大国的跨行星雄心计
划、阿联酋的加入以及更多的美国和日本
火星任务中不难看出，一场新的太空竞赛
正在进行。

这三个探测器都是在地球和火星的距
离比较近的时候发射的，通常情况下抵达
火星需要9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这些探测
器均能够将这一行程缩短到7个月。尽管
这三个国家的航天部门面临着新冠大流行
的额外挑战，但都没有错过飞往火星的最
佳发射时间段。火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大
约是地球与太阳距离的1.5倍，火星的公转
周期则是地球的约1.9倍。这导致了地球
与火星的距离在4亿多公里与5500万公里
之间大幅波动。为了节约航天器宝贵的燃
料，前往火星的探测器通常采用霍曼转移
轨道，而使用该轨道的时机每26个月才出
现一次。本次火星探测的发射窗口大约在
2020年7月底到8月中旬期间，如果错过，
就只能等到2022年秋季。 本报综合消息

法国《回声报》网站2月12日刊发对法国天体
物理学家、“毅力”号火星车上主要仪器超级相机
的联合科学负责人西尔韦斯特·莫里斯的专访，题
为《“探索火星的故事很快将达到高潮”》。全文摘
编如下：

继阿联酋的“希望”号小型探测器和中国的
“天问一号”轨道飞行器先后进入环火星轨道，
美国的“毅力”号火星漫游车于 2 月 18 日尝试着
陆在火星的湖区火山口。如果着陆的“恐怖 7
分钟”进展顺利，“毅力”号将有至少两年时间
来采集土壤样本，随后将于 2031 年被送回地
球。

记者扬·韦尔多问：在2031 年样本送回地球
之前，“毅力”号是不是没有任何希望证明火星上
存在某种古老的生命形式？

西尔韦斯特·莫里斯答：我想说的是，机会不
是没有，而是很小。在火星和地球上同时出现生
命的发现将是异乎寻常的。但是，如果要有这样
的发现，我们必须在宣布前收集大量的证据。非
凡的发现必须有不容置疑的证据！很有可能借助
于2031年抵达地球的样本，得出这样或者那样的
结论。

问：让我们来谈谈这些著名的样本，它们将在
哪里采集？如何进行挑选？

答：“毅力”号将着陆的湖区火山口之所以被
选中，是因为那里有我们感兴趣的三类沉积岩：黏
土、水合硫酸盐以及不太为人所知的碳酸盐。这
三种类型的沉积岩是液态水停滞在玄武岩层的蚀
变产物，是有机分子的真正储集岩。

在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毅力”号将利用能
够钻入地下5至6厘米的小型凿岩机来提取样本，
样本将装在密封的铝管内，留在火星表面，之后将
由另一辆火星车负责收集。目标是沿途留下35
至37支铝管，共收集不到1公斤的火星土壤样本
（作为对比，阿波罗任务带回了381公斤的月球样
本）。

必须以最大的判断力来选择这不到40个样
本，这将是超级相机的作用。事实上，超级相机将
肩负双重任务：首先是指出在何处钻孔；其次是要
描绘每个样本的环境特征，以便将样本重新置于
其地质环境中。只有了解其环境，样本才具有科
学价值。

问：比“毅力”号早7天出发的“天问一号”也
将在火星表面着陆。有它的消息吗？

答：是的。除了火星车外，中国的这项任务还
包括一个轨道探测器，并将分两个阶段进行。轨
道飞行器抵达火星周边后进行减速，于2月10日
进入环火星轨道。今年5月，在两个多月的勘察
阶段结束后，返回舱将从轨道飞行器上脱离进入
火星大气层，并尝试在乌托邦平原放下重240公
斤的小型火星车。这是中国人独自进行的第一个
星际任务。这是一个象征！

问：第三辆火星车本该利用2020年夏季的发
射窗口，尝试在2021年2月登陆火星，那就是欧洲
的“罗萨琳德·富兰克林”号火星车。但这次发射
再度被延期……这是不是表明欧洲尚未做好准
备？

答：欧洲并未缺席火星舞台，因为它在 2003
年和2016年分别向火星成功发射了“火星快车”
号探测器和微量气体轨道器（TGO）。但欧洲也
的确遭遇了两次失败，分别是2003年的“猎兔犬
二号”火星探测器和2016年的“斯基亚帕雷利”号
火星登陆器。很明显，“罗萨琳德·富兰克林”号火
星车没有得到与“毅力”号同样的资助，我认为它
有望在2022年9月出发前往火星。

它的钻头能够挖到两米深的火星土壤，也就
是抵达受到宇宙射线和太阳风辐射的地层之下，
这将是一项出色的任务，是对美国使命的补充。
我们这些火星专家们正经历一个历史性时刻：8
个探测器目前正“听诊”火星，其中6个是从轨道
上，两个是在火星表面（“好奇”号和“洞察”号）；我
们正准备再增加4个（“毅力”号，中国的轨道飞行
器和火星车，以及阿联酋的“希望”号）。

探索火星的故事将随着其样本在 2031 年返
回地球而达到高潮。不要忘记，还有日本的火星
卫星探测计划（将在2024年发射，目标是带回火
卫一的样本）。目前，太空六大玩家（美国、中国、
欧洲、印度、日本和俄罗斯）都在火星探测中找到
了自己的位置。火星比以往更加是“要去往的地
方”！ 本报综合消息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2月12日
报道，一些俄罗斯专家表示，俄罗斯科学家
对使用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
天眼”很感兴趣。

俄罗斯圣彼得堡理工大学高级工程物
理学院教授亚历山大·伊万奇克说：“‘中国
天眼是迄今所建造的最大射电望远镜。直
到不久前，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还曾是俄罗
斯科学院射电望远镜-600，以及波多黎各
现已损坏的阿雷西博电离层天文台。”

伊万奇克补充说：“巨型射电望远镜的
任务之一是观测宇宙深空，比如观察再电

离时期的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确定新生
星系中的恒星形成速率很重要。”

俄远东联邦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安东·
科切尔金认为：“‘中国天眼是阿雷西博当
之无愧的继任者，乍一看两者结构相像，但
存在显著不同。‘中国天眼不仅尺寸更大、
反射盘形状也不同（这本身就是优势），捕
捉天体的能力也更强。”

科切尔金说：“‘中国天眼是否能让外
国天体物理学家产生兴趣呢？这毫无疑
问。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工具，刚刚开启
自己的科学之路。我相信，许多重要发现

将在它的帮助下产生。而中方同事对外分
配观测时间的提议，让‘中国天眼对全球科
学家的意义更为重大。”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具有主动变形反射面，可覆盖
40 度天顶角。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中
国天眼”将于今年4月起正式对全球科学
界开放，征集来自全球科学家的观测申请，
进行评审后于 8 月 1 日起分配观测时间。
在面向全球科学界开放的第一年，预计分
配给国外科学家的观测时间约占10%。

本报综合消息

2021年成征服火星圆梦之年

俄科学家钟情俄科学家钟情““中国天眼中国天眼””

探索火星的故事
很快将达到高潮


